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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医学生疗效导向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思路
!

万#东#

#秦文熠!

#荣晓凤!

#祝慧凤&

##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!临床医生所面临的疾

病复杂性和多样性日益突出!患者及其家属对健康的期

望值越来越高!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似乎很难应对这样

的复杂局面' 而多学科协同诊治!中西医结合诊疗可望

化解这一难题(

#

)

' 但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

系!二者在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!现

代医学注重微观和局部!而中医学更多强调宏观与整

体' 学生要真正理解与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则

显得有些困难(

!

)

' 尤其是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!中西

医结合已不再是中医和西医的简单搭配或组合!正向更

高更深层次发展(

&

)

' 因此!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思维的

培养和建立是中西医结合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'

#

#见证临床疗效!激发学生对中西医结合诊疗模

式的求知欲

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中往往发挥协同增效的优势'

比如!患者患*肺炎+!症状有发烧,咳嗽,纳差,头身疼

痛,四肢乏力' 通过抗感染!补充水,电解质及对症等

西医处理!感染控制,体温下降!但患者仍有咳嗽,乏

力,纳差等不适!此时加用中药予以益气养阴,清热化

痰!则会令患者更快地恢复健康' 中西医结合诊疗既

缩短了治疗时间!又为患者节约费用' 因此!临床教学

过程中!带教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密切关注这样的临床

案例!让其见证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疗效!可望激发学生

对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的求知欲'

!

#赏析成功案例!培养多维度中西医结合诊疗

思维

案例教学对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是一种行之有

效的教学方法' 通过中西医结合成功案例赏析!可使

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&在案例赏析过程中!师生

互动,积极研讨!学习兴趣高涨' 在老师引导下!学生依

据疾病的症状,体征及初步辅助检查结果等资料作出初

步诊断,鉴别诊断!拟定需要完善的辅助检查及进一步

诊疗计划!这有助于培养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中的西医

诊疗思路!在诊病治病环节上心中有数' 同时!依据中

医基本理论!对其进行辨证论治!在理,法,方,药等多个

维度培养和建立中西医结合诊疗思维' 利用临床实践

中的实例及个案!在讲解病案的过程中穿插西医与中医

的思维和基础理论!在同一个病案中,同一个患者身上

进行中医辨证与西医诊断模式的训练&同时!以临床疗

效为导向!加深学生对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的认识!有

望培养出既能掌握中医又能掌握西医的复合型人才'

&

#明晰结合层次!强化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的多

层次培养

&

!

#

#四诊合参与体格检查的联系运用#临床思

维的形成是诊治疾病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!是运用

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过程' 而临

床思维的严谨,缜密,正确与迅速的形成对于医学理论

的实践应用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!同时也是理论与

实践之间的桥梁' 中医思维的培养对于中西医结合医

学生来说尤为重要!因为中医思维的整体观要求学生

要具备牢固的中医理论知识!才能在临床实践中快速,

正确地运用中医思维进行*辨证论治+而更好地治疗

患者' 中医临床思维是学生在整个诊疗过程中!运用

思维对患者,疾病进行研究,分析及判断!以探求疾病

本质与治疗规律的思维活动过程(

9

)

' 中医思维需要

通过*四诊合参+来协助完成临床的诊断!因此想要培

养良好的中医临床思维!则需要教授学生准确的*四

诊合参+' 所谓的*四诊合参+是学生通过*望,闻,问,

切+四诊所得的有关病史,症状!形色,舌象和脉象等

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综合!以防止局限性和片面性!以

便判断疾病的标本缓急!正确指导治疗(

<

)

' 而四诊合

参是极具中医特色的诊疗手段!是培养学生在临床诊

治中形成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时机' 通过同一个患者!

利用中医的*四诊合参+,西医的诊治检查对患者进行

初查!在同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中西医结合的思维'

同时!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!可利用西医查体的表现用

中医理论解释!将中医四诊的内容与西医理论相连接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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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诊治过程中得到锻炼'

&

!

!

#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临床诊断的有机结合

西医诊疗发展的迅速有赖于现代诊疗设备的发展!不断

有新的仪器,新的化验方法为西医临床诊疗服务!使得

西医在诊断疾病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!这是西医特有的

优势(

8

)

' 但疾病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!很多临床情

形难以用*病+的形式诊断清楚!而这个时候!中医利用

特有的思维模式!对患者的*证候*进行分析!对疾病各

阶段进行辨证'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!培养学生抛

弃单一的中医或西医临床思维!利用现代医学手段定

性,定位!利用中医思维辨病,辨证!既能克服中医对疾

病微观认识的不足和现象的局限性!也可弥补西医对疾

病发病过程中单个机体的全身反应及个体差异性重视

不够的缺陷' 因此!在临床思维诊治过程中!培养学生

同时进行西医疾病诊断与中医辨证诊断的思维活动!能

有效形成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思维'

&

!

&

#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的有机整合#西医通

过干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某些关键环节以干预疾病

的发生发展!力求精准治疗!但容易忽略机体的系统性

和整体观!难以对整体状态进行调整' 特别对于目前

很多亚健康人群的不适症状!在其未达到西医疾病诊

断标准前!西医治疗手段匮乏!甚至显得束手无策' 而

中医更强调整体观和多元性!虽然中医治疗的靶向性

较西医模糊!但重在整体调节!即使在疾病未诊断明确

的前提下!亦可凭借患者*症状+进行辨证而对*证+治

疗!同样能使患者达到接近生理的状态' 这个环节同

样是培养学生形成中西医结合诊疗思维的重要部分'

如果该患者能在西医方面诊断明确!那么相同的患者

进行中医辨证思维之后!能将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诊

病结合起来!在同样的病案中理解不同的体系!有助于

医学生在相同的病案中形成有机结合的中西医互参的

临床诊疗思维'

9

#优化课程设置!培育中西医结合诊疗思维

9

!

#

#中西医结合课程的设置#中西医结合的讲

授是一项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的工作!涉及的内容及学

科较多!中西医结合学科是建立在中医专业基础课程和

西医专业基础课程有机结合基础上的!所需要的精力和

时间都较单独学习中医或单独学习西医更多!因此中西

医结合学科的学习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临床实践!

意味着五年本科学制的学生难以较好掌握两种学科的

有机结合与灵活运用!增加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学习时间

是培养临床中西医结合思维的重要前提'

9

!

!

#合理安排中医及西医课程的顺序#对于大

部分医学生来说!现代医学直接的,拆分的,局部的思

维是较容易接受的!而对于中医学习内容中大部分结

合中国古代哲学,历史,文化及古人思考过程的内容很

多学生学习起来就较为困难了!如果先进行西医基础

及临床知识的讲授!那么学生很容易受西医理论的分

析还原思维的干扰和混淆!影响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

和掌握' 应当将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课程分开!先讲授

中医课程!待中医思维形成之后!再学习部分西医课

程!这样才能在初学阶段不受两种不同思维的干扰而

影响学习' 中西医结合应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进

行培养和临床实践'

<

#结语

中西医结合是一门新兴的,具有广阔前景的医学'

联合运用中医,西医自身优势!充分发挥协同增效作用

是中西医结合的目的' 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思维的培

养对医学生教育尤为关键!以临床疗效为导向建立和

培养医学生中西医结合诊疗思路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教

学方法' 这有助于培养医学生既重视疾病过程的局部

病理变化!运用现代检测手段进行诊断与鉴别诊断!针

对病原病理采用西医方法防治疾病!又重视患者疾病

过程中的个体特点!研究分析某种西医的病症在不同

阶段表现出来的中医证候!运用中医辨证论治!从而将

西医的临床思维方法与中医的理,法,方,药的辨证思

维有机结合起来!达到培养和形成治病与救人并重的

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思维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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